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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国共合作的条件与方

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及内容；黄埔军校的建立。 2．

能力方面： （1）通过国共合作原因与条件的教学，培养学

生综合分析问题和概括问题的能力。 （2）通过指导学生比

较新旧三民主义，分析新三民主义与中共革命纲领的原则区

别，提高学生比较、认识历史问题的能力。 3．态度、价值

观方面： （1）通过讲述中共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使学生

认识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正确

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当时没有提出党对革命的

领导权问题，留下了隐患。由此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并帮

助学生装树立辩证看待历史的观点。 （2）通过讲述孙中山

的伟大转变，使学生认识和感受其一切以国家、民族、人民

利益为先，而把阶级、个人利益置后的胸怀，以及他作为民

主革命先驱的现实主义眼光。 4．学法指导方面： （1）在引

导学生对国共合作的现实条件进行分析时，让学生从共产党

、国民党、共产国际三方面入手，学生掌握多角度看问题的

分析方法。 （2）在讲述新旧三民主义的比较时，指导学生

分析民族、民权、民生三项内容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

义义革命两个时期的不同，使学生理解“新三民主义”“新

”的本质是什么。以此使学生认识到比较问题时，需要找到

事物的本质特点。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 （1）国共

两党合作的原因和条件是重点。这个总是是本节的基础。而



这一节又是全章的基础。所以必须首先搞清这一问题。原因

方面：教材在本章导言中已经体现出来。如：国际、国内两

大方面，特别是国内方面，又重点叙述了经济发展受阻，军

阀混战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斗争受挫后的教

训。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史上

各革命阶级的斗争及其结果，从而说明国共合作的必然性，

也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方法。 （2）国民党“一大”的内

容是重点。教材在此重点介绍了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国

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与中共革命纲领的原则区别

。在分析这一内容时，应着力对新旧三民主义的比较、三大

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引导，使学生掌握比较

、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 2．难点分析： （1）国共合作的原

因和条件是难点。此问题涉及到历史、现实两大分析角度，

特别是现实角度又包括中共、国民党、共产国际三大方面，

非常繁杂。而这一问题如果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有助于培养

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２）国共两党合作形式是难点

。学生在这一问题上很难理解这一方式为什么是唯一可行的

合作道路。党内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共产党员扩大在国民党中

的影响；国民党的公开性和影响性使之只能接受这一形式；

中共力量上还很有限这一客观事实，也决定了这一方式的必

然性；这一方式也确实能在相当程度上改造国民党，使之真

正变成代表各革命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一难点的突能上能下

，有助于培养学生深刻的理性思维。 （３）新三民主义与三

大政策的关系是难点。学生在这个问题上容易混为一谈，认

为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是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较之旧三民

主义突出了反帝反封建、争取真正的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



活等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增加，正是因为受到了苏联、共产

国际、中共的帮助才产生的。所以，新三民主义体现了三大

政策。其内容是发展了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课堂

教学设计（音乐起：《国民革命歌》） 师：这段激昂的乐曲

，把我们带回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在那个时代，

中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国民大革命运动。（

板书第七章的课题）大革命又叫做每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它

发生于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这场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反

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就是从国共两党第一次

合作开始的。（板书第一节课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国共两党为什么要合作？（指导学生阅读本章导言） 生：（

思考并作答） 师：（总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中

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统治下，民族工业的发展

缓慢，国家四分五裂，政治极其黑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大家想一想。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什么？ 生：（思考并作

答） 师：而列强与军阀这两大敌人的联合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谁来完成呢？请同学们稍做回忆。在中

国近代历史上有革命要求的有哪几个阶级？他们都采取了哪

些方式？结果如何？ 生：（与教师共同回忆） 师：农民阶级

曾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过抗争，但归于失败，原因何在？ 生：

（说明） 师：民族资产阶级则通过改良、革命的方式进行过

抗争，那么他们的局限又是什么？ 生：（分析说明） 师：尽

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了一系列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但

都归于失败。特别是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夭折，使孙中山蒙受

了空前的打击。看来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国民党要继续革命

，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而中国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有坚强的革命性，并且这时已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

党。但力量又有限，从哪个事件中可以体现出来？ 生：（思

考并回答） 师：可见，在强大敌人面前，中国社会的任何一

个有革命要求的阶级都不可能单独完成革命任务。因此得出

的结论是：要完成革命任务，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

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

务。所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十分必要的。而代表民族资产

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

的合作才能构成各革命阶级联盟的基础。 一、 国共合作的条

件与方针 １． 国共合作的条件 师：（指导学生阅读课本

第203页第一段至第204页第一段）请大家总结出国共合作得

以实现是由哪几种力量共同促成的？ 生：（阅读并回答）师

：（总结。三种力量：中共、国民党、共产国际）中国共产

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什么首先谋求和国民党合作？ 生：

（思考并作答） 师：（归纳）中共对此的答案是：①“中国

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

的民主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二十余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又连续倡

导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维护中国的民主共和。

尽管都没有成功，但对中国封建势力的打击是极为沉得的。

②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

革命的象征，其愈挫愈奋的顽强精神，为人民所敬仰，在社

会上享有崇高威望。③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建立了一块根据地

，控制了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在军阀割据的中国，这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政权



和武装。④尤其难得的是，孙中山先生当时也欢迎中共和他

合作。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会真诚欢迎合作呢？ 生：（思考并

回答） 师：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痛切认识到依靠军阀打军

阀是没有出路的。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

国民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他开始注意培养国

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人才。但在第二次护法运动中，他十分

器重的老同盟会会员、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祸患生于

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用投影打出材料）“文率同志为民

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音l

ǔ，迅速之意）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

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

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

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顾虑之意

）。”摘自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这使孙中山蒙受

了空前沉重的精神打击。他痛感国民党内部鱼龙混杂，成分

极为不纯，必须加以改组。“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

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虽然对于改组的方向和手段，

孙中山感到一筹莫展，可是革命的目标始终不渝。正在这时

，他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热情帮助。1921年底，

马林在桂林会晤孙中山，建议他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

，同共产党合并。1922年9月孙中山开始了改组工作，从而开

始了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在中共方面，共产国际也起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1922年，中共在杭州开特别会议，共产国际

代表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

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李大钊、陈

独秀等人即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联系，商谈国共两党合作



问题。 ２． 中共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中共三大 师：1923年，中

共三大于广州召开。主要内容有几点？ 生：（阅读并总结）

师：为什么要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 生：（思考、讨论并自

由回答）师：（总结学生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这主要是由

国共两党的情况决定的。在此之前，国民党是性质单一的代

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此次改组要把它变为工人、农民

、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为此必须扩大其群众

基础。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可以从内部更有力的影响其

政策，推动其革新。同时国民党是个大党，有广泛影响，是

公开的党，而从客观事实来看，共产党的力量还有限，因此

采用这种方式便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使其具有更

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其真正变成代表各革命阶级利益的政党

。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保持自己在各方面的独立性？ 生：（讨

论并回答）师：（进一步引导学生）由于两党性质终究有本

质区别，与国民党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共产党自身的奋斗目

标，所以仍要保持共产党在各方面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共

产党在加入国民党后，并未改变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共产

党作为一个组织也仍然独立存在。所以“合作”不是“合作

”。那么，这次会议有什么历史功绩？又存在什么问题呢？

生：（进行说明） 师：这说明党当时处于幼年时期，内部不

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错误观点。但毕竟国共合作方针已经制

定。它为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中共为国共

合作做出努力的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积极行动。1923年秋

，孙中山派寥仲恺召开国民党特别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改组

问题，并请中共和苏联方面予以协助。至此，国共合作的条

件和方针均已具备，其实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 国民党



“一大”的举行 １．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录像：一大召

开） ２． 国民党“一大”的内容 师：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通

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这个宣言

是由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出来的。它接

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这是适应时代潮流的。

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

义。（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新旧三民主义比较表）请大家比

较、说明新旧三民主义的不同。 生：（学生逐项说明其不同

） 师：（总结）关于民族主义，旧三民主义只强调要反对满

洲贵族统治，没有涉及中国近代最严峻的民族问题反帝。而

新三民主义则认为，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就抓

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弥补了旧三民主义最严重的缺陷

，与中共的反帝主张相一致。新提法还有利于团结各民族被

压迫的民众一起反帝争取解放。关于民权主义，旧三民主义

号召推翻君主制政体，建立国民的政府，国民一律平等。为

此，孙中山等人领导了辛亥革命。但在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

后，真正的民主共和并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的民主自由被军

阀践踏无余。且由于当时的政党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

因此所谓的民主即使实现也仅仅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带

有明显的局限性。而新三民主义特别强调：（投影出示材料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

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

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

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

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



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

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

利。”摘自《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文中强调一切个人及团

体享有一切自由权利的前提是什么？ 生：（回答） 师：真正

反帝。这就再一次强调了反帝的必要性，把建立资产阶级专

政的纲领发展成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

纲领。关于民生主义，新三民主义增加了“节制资本”的内

容，即限制具有独占性质的私人企业，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

生。也就从经济上照顾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可见，新三

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相比，突出了反帝反封建、争取真正的

民主自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等内容，是一个较为彻底的反

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一纲领是在孙中山得到中共和

共产国际的帮助而提出的，并且要实现这些目标，也必须“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因此，新三民主义就在实际上确

立了三大政策。这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成为国

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提问：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什么

必须是新三民主义而不能是中共的革命纲领？ 生：（思考并

回答） 师：（引导学生）合作的基础必须是两党纲领中所共

有的。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有哪些内容是新三民主义中所

没有的？ 生：（进行说明）师：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有

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等内容，在民主革命阶段后还有一个社会

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革命纲领。

由于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毕竟不完全一致，资产阶级不可

能提出或赞成与无产阶级完全一致的政治主张。这次大会的

另一项内容就是同意共产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同党。３． 国

民党“一大”的意义 师：（请学生总结） 生：（阅读教材并



予以说明） 三、 黄埔军校的建立 师：（放录像）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反动势力掌握着强大的武装。要完成革命任

务，必须建立革命的武装与之对抗。在斗争实践中，孙中山

认识到这一点，（指出课本第207页材料，说明建立黄埔军校

的目的）请大家注意，黄埔军校的办学特点是什么？其作用

是什么？ 生：（总结并回答） 师：（小结）这节课我们主要

学习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的实现。随着合作的实现、革

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轰轰烈烈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

民革命运动揭开了序幕。【简评】提问充分调动学生主动、

积极、自觉地进行思维的一种最经常、最普遍的教学手段。

本节教案执教人的提问很有特色。当一曲《国民革命歌》落

下，学生进入了“大革命”历史情景中，教师指出，“革命

是从国共合作开始的，⋯⋯国共两党为什么要合作？”教师

一下就将学生的思维带到全课重难点的解疑上了。全课教师

精心设计了近20多个提问，触发着学生思维的兴奋点。设问

功置于新旧知识的联系外，或置于事件的比较，最弱置问于

规律的探索处，师生在共同思维交流中看清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方向，给人留下“善教者、必善问”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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